
 

 1 

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

赵雪
1
 

(东北财经大学,辽宁 大连 116023) 

【摘 要】：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理论为出发点,根据 2006—2015 年长三角地区相关数据,建立模型研

究金融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。研究结果表明:在长三角地区,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,很好的拉动了经

济的增长。但区域内金融发展协调性有待于进一步增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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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,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开放,发展速度较快,金融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凸显。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,一方面可以服

务经济的所有行业,提供有利条件加快和促进他们的发展。同时金融本身作为一种服务,自身发展也会使得经济总量提升。 

1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

从整体来看,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快速,其总体水平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。江苏、浙江、上海均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省巿之

一。从经济总量上看,2016 年江苏、浙江 GDP 分列我国第二、四位;从人均 GDP 看,上海、江苏、浙江分列第三、四、五位;从产

业结构占比来看,长三角产业结构整体水平明显优于全国水平。经济发展较均衡,整体实力明显。各省市在产业结构上优势互补。

其中上海第二、三产业极为发达,尤其是服务业,约占经济份额的 57%,表明其拥有强大的经济服务功能;浙江、江苏都是传统的制

造业大省,第二产业发达,在经济中的占比很大,尤其是江苏省,吸引外资能力较强,已成功吸引大规模的外商投资,处于领先地

位。产业结构相互互补,奠定产业基础,利于展开深层次的合作。 

2 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现状 

2.1整体水平 

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活跃,是全国金融业发展最快、发展环境最好、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。整体而言,长三角地区金融市场

发展规模较大、发展速度较快,在逐步走向成熟,已基本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、竞争机制,也具备一定的信息、资金条件,这为本

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提供了较好的环境,有助于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,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。 

2.2内部差异化 

从城市发展实力看,上海处于绝对领先地位,是全国的金融中心,其拥有强大的金融实力。从金融竞争力来看,各种指标显示

内部差异较大,如金融系统存款余额,上海是南京的 4 倍左右,与泰州等体系末端的城市相比差距更大,达到了 60-70 倍。从对外

开放程度来说,上海在外商投资额方面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;从融资结构来看,上海直接融资规模较大,已接近 30%,而江浙均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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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 10%;在资本巿场上,虽然浙江、江苏两省的企业数量远超上海,融资却远不如上海。 

3 模型建立 

3.1指标选取 

经济发展水平概念较大,其涵盖的内容非常广,参考相关研究并以最具代表性为标准,本文将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个代

表性指标来衡量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。关于金融发展水平,为了数据的可获得性与代表性,通常从银行、股票、保险三大

行业选取指标,本文选取银行业对经济贡献率、股票市场发展程度、保险市场发展程度三大指标进行模型建立。本文收集

2006-2015年经济和金融相关数据,最终选取四个核心指标,实证分析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。这四个衡量指

标分别为: 

(1)Y(GRE)——地区经济增长。本文选取该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,由于该指标数值较大,故取对数处理。 

(2)X2(BCE)——银行业对经济贡献率。以存贷款均值与 GDP的比值来衡量。 

(3)X3(DSM)——股票市场发展程度。选取股票市场筹资额来表示股票市场发展水平。 

(4)X4(DIM)——保险市场发展程度。保费收入易获得,能直观反映一个地区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,选取保费收入衡量保险市

场发展程度。 

各指标计算公式:Y(GRE)=In(人均 GDP);X2(BCE)=[(金融机构存款余额+金融机构货款余额)/2]/GDP;X3(DSM)=股票市场筹资

总额/GDP;X4(DIM)=保费收入/GDP。 

3.2数据收集与分析 

从数据的可获得性与代表性出发,收集数据对其加以整理分析。 

3.3模型建立 

利用选取的四个指标,建立模型:Y=β1+β2X2+β3X3+β4X4+u,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:Y=3.542184+0.078473X2+3.299200 

X3-14.73003X4。 

4 模型分析 

4.1经济意义检验 

先看银行业的影响:回归结果表明银行业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,这说明银行业的发展为总体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

金。再看证券市场:证券市场发展整体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。直接利用证券市场融资,是企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。最

后来看保险市场:保险市场的发展有一个过程,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,关注于保险市场将会有效促进经济增长。 

4.2统计检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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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合优度 :R2=0.953341,修正的可决系数为 0.925346。这充分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。 F 检验 :由于

F=34.05383>F(3,6)=4.76,说明回归方程显著,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。t 检验:在显著性水平 a=0.05 的前提下,自由度

为 6 的 t 的临界值为 2.447。与系数相对应的 t 统计量的绝对值不全大于 ta/2(n-k)=2.447,这说明各变量对经济增长不全具有显

著影响,这可能是多重共线性的影响。 

4.3计量经济学检验 

我们采用逐步回归的处理方式,去验证和解决多重共线性。分别作 Y对 X2,X3,X4的一元回归,加入 X3的修正可决系数最大,

以 X3为基础,顺次加入其他变量回归。经过比较,新加入的 X2的方程改进最大,保留 X2,剔除 X4。最后修正多重共线性后的回归

结果为:Y=3.031899+0.167630X2+4.2880674X3。 

这说明,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,银行业和股票市场的发展程度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,保险市场在经济发展一定程度

时才会发挥明显的促进作用。 

5 促进长三角地区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

5.1推动金融产品和体制创新 

在产品创新的道路上,要着眼于实际需求,建立一个系统的共享金融产品数据库,同时要有充足的资金用于金融产品的研发

投入,吸引金融人才,推动共同产品市场建立并完善。应借鉴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身特点,推进金融体制创新,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

济增长的推动作用。 

5.2优化金融合作机制 

长三角地区应加强合作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。各方应建立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,共同分析金融发展形势,共同应对潜在的风

险。加强机构合作既要实现金融机构的合作,也要促进监管机构在内的相关政府主体的合作。在宏观层面,要推动合作,打破行政

区域的界限,发挥监管机构的主体作用,提高整体监管的水平,合理利用资源。 

5.3完善长三角金融共同市场 

深化长三角地区金融合作,必须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,完善共同市场。政府支持引导,多方参与,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体

系,调动各方的积极性。共同市场的建立也有利于地区内资金的顺畅流转,有利于技术、人力等资源的合理流动,提高资源配置效

率;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,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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